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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土壤固碳核算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实用性、普遍性”原则编制，规定了针对土壤有机质提升带

来的土壤固碳变化量核算方法。

土壤固碳的各项技术措施应符合国家行业管理规范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大田、菜田、园地、草地、保护地，其他地区亦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内容。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只有该引用版才

适用。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改文件）适用于本标准。

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NY/T 85-1988 土壤有机质测定法

NY/T1121.4-2006 土壤检测 第 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

NYT 1121.1-2006 土壤检测 第 1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版本号 V01）

清洁农作和林作在低碳经济中的作用（杜克法则）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3 术语和定义

土壤固碳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指通过采用推荐的管理措施，提高土壤的有机和无机碳含量，将大气中的 CO2固持在土壤碳库中。

增施外源性碳 Increased exogenous carbon

增加额外的有机物质，能够在达到新的平衡前提高土壤碳储量，包括符合标准的有机肥、生物有机肥、

有机源土壤调理剂、有机源的生物腐殖酸肥料等。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GH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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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

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份，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等。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 GHG 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度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的系

数。其中甲烷(CH4)的 GWP是二氧化碳(CO2)的 25倍，氧化亚氮(N2O)的 GWP 是二氧化碳(CO2)的 298倍。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 GHG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土壤有机质 Soil Organic Matter

指存在于土壤中的所含碳的有机物质，包括各种动植物的残体、微生物体及其会分解和合成的各种有

机质。

土壤有机质含量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指单位体积土壤中含有的各种动植物残体与微生物及其分解合成的有机物质的数量。

土壤有机碳储量 Soil Organic Carbon Stock

是指项目所在区域一定深度的土壤有机碳总质量。

秸秆还田 Straw returned

把不宜直接作饲料的秸秆（麦秆、玉米秸秆和水稻秸秆等）直接或堆积腐熟后施入土壤的一种方法。

种植绿肥 Planting green manure

绿肥是用作肥料的绿色植物体，是一种养分完全的生物肥源，种植绿肥不仅是增辟肥源的有效方法，

对改良土壤也有很大作用。

免耕 no-tillage

指作物播前不用犁、耙整理土地，直接在土地上播种，播后作物生育期间不使用农具进行管理的耕作

方法。

少耕 Reduced tillage

指在常规耕作基础上尽量减少土壤耕作次数或在全田间隔耕种、减少耕作面积的一类耕作方法，它是

介于常规耕作和免耕之间的中间类型。

连作 continuous cropping

指一年内或连年在同一块田地上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的种植方式。

轮作 crop rotation

在同一块田地上，有顺序地在季节间或年间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或复种组合的一种种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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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固碳技术管理措施

土壤固碳主要从输入和输出两方面因素来考虑，主要通过肥料管理和耕作管理实现。

4.1肥料管理技术

通过秸秆还田增加土壤碳库输入，及通过直接向土壤中加入外源性有机质增加土壤有机碳的固定，如

施用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有机源土壤调理剂、有机源的生物腐殖酸肥料等；

4.2耕作管理技术

通过免耕、少耕、连作、轮作等降低农田土壤碳的分解，种植绿肥增加土壤碳库的光合作物输入。

5 评价方法

本标准中包含 2个土壤固碳评价方法，分别是土壤有机质含量计算方法和参数缺省值法。土壤有机质

含量计算方法是依据检测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计算而得，优先使用。参数缺省值法是依据已公开发表的不同

土壤固碳技术的参数数据计算而得，适用于土壤有机质含量数据无法获得的情况。

5.1土壤固碳评价方法 1——土壤有机质含量计算法

5.1.1 方法原理

根据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土壤容重即可得出土壤耕层中有机碳的量。根据清查期内耕层土壤有机质的变

化量，得出清查期内土壤有机碳的变化量。

5.1.2 参数值测定

参数值的测定方法参考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测定采用标准 NY/T 85-1988 中的方法、

土壤样品采集采用标准 NYT 1121.1-2006 土壤检测 第 1 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土壤容重

测定采用标准 NY/T 1121.4-2006 土壤检测 第 4 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测定由具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测定。

5.1.3 计算方法

土壤中有机碳变化量按式（1）（2）计算：

  
12
44C 00 


 

D
SOCSOC T

农田 ……………………………………………………（1）

1.058.0  iii OMAHSOC  ( i=0-T,0 )…………………………………………（2）

其中：

http://www.baidu.com/link?url=pildPpXo1_QExqMwCyn3t14Igob8d_7412mY8NIE9iOxaccrEHbQkP9UcE0KpX2BzpGx-i800XSGHurzJUx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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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第 i年土壤有机碳库，吨碳；

γi——第 i 年被估算土地的土壤容重，g/cm
3
；

A——土地面积，公顷；

OMi——第 i 年土壤中有机质含量，g/kg；

H——耕层深度，cm；（本标准中耕层深度为 30cm）；

T——一个单独清查时期的年数，年。通常取值为 20；

0.58——有机碳的修正系数；

0.1——单位换算系数；

5.1.4 允许差

5.2.4.1 取平行分析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

5.2.4.2 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有机质（OM），% 绝对差值，%

OM≤40 0.6

40<OM<55 0.8

OM≥55 1.0

5.2 土壤固碳评价方法 2 ——参数缺省值法

5.2.1 方法原理

在清查期内，根据参考碳库缺省值、农田不同管理活动相关库变化因子系数及每个时点（时间等于 0

和时间等于 0-T）相应的面积，计算 SOC0和 SOC（0-T），通过用清查期前后土壤碳库变化量，并除以时间（D），

即为清查期内年度土壤碳库变化量。

5.2.2 计算方法

本方法依据各管理措施的参数缺省值（见表 2）计算出清查期前后土壤碳库变化量。农田土壤中有机

碳库的变化可用公式（1）和公式（3）进行估算。

  
12
44C 00 


 

D
SOCSOC T

农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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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FSOCSOC IMGLU参考 ………………………………………（3）

其中：

农田C ——农田土壤中的年度碳库变化量，吨 CO2当量/年

0SOC ——清查时期最后一年的土壤有机碳库，吨碳

 TSOC 0 ——清查时期初期的土壤有机碳库，吨碳

T——一个单独清查时期的年数，年

D——库变化系数的时间依赖，即平衡的 SOC 值间转移的缺省时间段，年。通常取值 20，但取决于计

算系数 FLU，FMU，和 FI时所做的假设。如果 T 值超过 D，计算清查期时期的年度变化率（0-T 年）时，要使

用 T值代替公式（2）中的 D。

SOC 参考——参考碳库，吨碳/公顷。以 0-30cm 耕层计，北京地区的缺省值为 42.28。

FLU——特定土地利用中土地利用系统或亚系统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2。

FMG——管理制度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2。

FI——有机质投入的库变化因子，无量纲，见表 2。

A——土地面积，公顷。

44/12——将土壤碳转化为 CO2的系数；

表 2 北京农田不同管理活动的相关库变化因子默认值（FLU、FMG和 FI）（20 年以上）

农田管理活动 管理方式 默认值 说明

土地利用 FLU

长期耕种 0.69 连续管理时间超过 20 年，主要种植一年生作物，估算碳

库变化时还需要考虑投入和耕作因子

稻田 1.10 长期种植（>20 年）湿地一年生作物（水稻），包括双季

非水淹作物。对于水稻田，不使用耕作和投入因子。

多年生/树种 1.00 长期生长多年生树种，如果树。

耕作 FMG

充分 1.00 进行充分和/或一年中频繁耕作，对土壤产生大量干扰。

在种植期，地表覆盖的残余物很少，通常低于 30%

减少 1.08 只进行一次和/或二次浅耕和不充分耕地，减少对土壤的

干扰。在种植期，地表落叶残余物覆盖率通常高于 30%

免耕地 1.15 不经耕地直接进行播种，只在播种区最低限度干扰土壤，

一般使用杀虫剂控制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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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FI

低 0.92 作物秸秆被清除或烧除，种植残余物少的作物（例如蔬

菜），同时不使用矿物肥料，或不种植固氮作物

中 1.00 一年生作物秸秆还田、少耕和不施肥的管理模式。轮作中

使用矿物质肥料或种植固氮作物

高-玉米小麦秸秆

还田、或使用绿肥、

或果园生草

1.11 通过采取玉米或小麦秸秆还田、使用绿肥、果园生草等措

施，实现比中等碳投入更高的作物残余物还田效果，但不

施粪肥。

高-有外源性有机

质肥料投入

1.44 增施外源性有机质，包括有机肥、生物有机肥、有机源土

壤调理剂、有机源的生物腐殖酸肥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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